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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陶行知先生提出的“生活教育理论”实质上是一种相当彻底、相当完备的素质教育理论。他认为“生活教育是给生活以教育，用生

活来教育，为生活的向上向前的需要而教育”，学校要将生活教育的范围从教师扩大到家长，从学校扩大到家庭以及社会自然，以此促进孩子

全面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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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也是引领教师教育行为的指路人。

陶行知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期间学习了许多与杜威教育思想有关的课

程，深受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回国后，陶行知开始在中国探

索杜威的“教育生活”思想，并结合中国实际在杜威“教育生活”的基

础上发展形成了影响深远的“生活教育”思想。 

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启示教师：生活中的教育无处不在，教

育融入在学生的日常生活里，教师要做一个有心人，引领学生观察生活，

多一双善于观察的眼睛，让教育从生活中来，并 终解决生活里中的问

题。学习需要强烈的生活实践才能达到此目标，因此，要提升学生学习

实际运用能力，必须让教育教学深入生活而高于生活。可以说陶行知先

生就如一盏灯塔，不断的为教师的前行之路指引光明，他的教育思想只

要读一读，悟一悟，就能给人极大的鼓舞力量，这种力量带着我走进了

教育的智慧，给学生呈现 幸福的教育之行。 

1 学为人师，行为世范 

陶行知先生曾经在《师生共生活》中这样写道：共生活，共甘苦。

要学生做的事情，教职员躬亲共做；要学生学的知识，教职员躬亲共学；

要学生守的规则，教职员躬亲共守。而要让学生明白的内容则需要教师

尤其是班主任亲身示范。 

当我们走进校园，推开教室那扇门，你会发现，坐在班级里的孩子

和那个班级的班主任是多么相似，班主任如果是温柔的，学生则是温和

的；班主任是严厉的，学生便是严谨的；若教师是活跃的，学生多半比

较活泼。 

班主任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的作用和影响是不可否认的。由此我想

到了发生在不久之前的一件事情。那是 2019 年 9 月 18 日，一个稀松平

常的日子，但是班级里的小美让这一天有了不一样的意义。 

下午三四节课是我去教研活动的时间段，结束后回来时，推开门的

我刚好看到小美正俯身与小悦耳语，这里必须要进行一点说明，之前她

俩因为在课堂上讲话被我狠狠批评过一次，我对着他们讲了真正的好朋

友应该相互促进而不是相互带来恶劣的影响。 

“咯吱”一声，门开了。我的目光迎上了小美的眼神。其实我并未多

想什么，毕竟我回去的时候已经是放学时间。于是，我做自己的事情，

统计放学留下来的学生学号，指示其他孩子们赶紧出去排队放学等等。

正当我准备转身离开，拉开门把手的时候，小美背着书包出现在我的面

前，她眨巴着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对我说：“李老师，刚刚和小悦说话是

我们换了位置之后的第一次。”  

我的心猛的一怔，她竟然如此在意我对她的看法。我便问她：“你是

担心李老师误会你么？”她并未说话，只是用力点了点头。“只要你学习

上有进步，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老师是不会怪你的。”“那我在学

习上有进步么？”几乎没有间隔，但却有些小心翼翼地她扬起声音问。

“当然有了！”我给了孩子毫不犹豫的肯定回答，“你看，你能认真按时完

成各项学习任务……”她似乎得到了想要的答案，露出了很久未见的笑

容。 

孩子在学校学什么，知识也许没那么重要，但是教师尤其是班主任

的一言一行带给孩子们的影响却是深远的。这就是班主任在生活中给予

学生的一次微小教育——肯定自己。 

2 父母之爱子，为其计深远 

陶行知说“教育的根本意义是生活之变化。生活无时不变即生活无

时不含有教育的意义，同时陶行知认为生活的矛盾无处不在，生活也就

随时随地在发生教育的作用，因此，过什么样的生活就是在受什么教育。

从中可以看出家庭生活环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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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下“家庭环境”这四个字，我的眼前出现了一年级家长会的场面：

那位年轻的父亲拿着笔和笔记本，正在奋笔疾书，生怕漏掉老师在上面

讲的任何一个细节；那位母亲多次摁掉打来的电话， 后一次手机亮起

的时候向我投来抱歉的目光，她悄无声息走出教室，直到走廊尽头；而

那位家长却仰坐在椅子上，抖动着双腿，转动着手里的钢笔；家长会结

束，有些人的桌子整整齐齐，椅子推得工工整整；相比之下，那些四仰

八叉的桌椅便十分突兀。不用去看相貌，我便知道那位认真的男士是班

级里学习 踏实认真的小琪；那位向我投来抱歉目光的女士是班级里

会为他人着想的小橙。 

家庭环境是儿童性格品质形成发展的重要环境，父母是孩子的第一

任教师，是孩子 早学习的榜样，父母的一言一行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

着孩子。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班主任应给予家长以下建议： 

2.1 拒绝溺爱 

“哎呦，宝宝摔疼了，都怪这块坏石头！”对于这样的声音和场景，

你是不是觉得很熟悉？小时候摔倒怪石头，上学后摔倒怪他人，走入社

会遇到困难可能会怪别人太聪明太勤奋太努力。在家庭生活中，要想让

孩子有责任有担当，应该从拒绝溺爱开始，父母对儿童过度的溺爱和保

护，会使孩子过于顺利，没有经历风雨的机会。这样的孩子会变得软弱，

遇到问题永远从别人身上找原因，进而不能真正的独立。 

2.2 以身作则 

一撇一捺组成“人”，堂堂正正的人应该是正直的人、有责任心的人、

言行一致的人、守时惜时的人……那种贪婪、自私、斤斤计较、欺善怕

恶、夸大其词、违犯法纪、缺乏爱心的是 损害形象的，而这种不良形

象一旦印入孩子心中，将难以磨灭。对于自己的缺点和错误要敢于承认

并纠错，要让孩子知道任何人都难免会犯一些错误，关键在于如何认识

并如何规避错误的再次发生，这一点对于教育有不良人格的孩子来讲尤

为重要。因为一个人做事的态度所产生的影响，往往比所做的事更大，

其 终目的是唤起孩子内心的自觉。家长只有反思教育行为及其结果，

总结科学的原则和方法，才有可能实现良好的教育效果。 

3 走进社会，接触自然 

陶行知先生在《谈生活教育》一书中曾提到：从定义上说生活教育

是给生活以教育，用生活来教育，为生活向前向上的需要而教育。从生

活与教育的关系上说，是生活决定教育。这里的“生活”还可以是社会

和自然，班主任要鼓励孩子们走进社会和自然，去天然的课堂里学习更

多。 

班级里有个女生名叫小悦，性格是难得的温和，别人说话，她侧耳

倾听；碰到不同意见的时候，她也能够心平气和，从不与人争执，更别

说面红耳赤，班里的学生，不管男生和女生都很喜欢她。我一直在想，

是什么样的生活才能造就出这样好性格的人呀。后来，我在她的文章中

找到了答案。小悦的家住在阳澄湖边，一幢小楼后是一个大大的院子，

家里的奶奶是一个勤快的老人，在院子里养了很多动物：小鸡、小羊、

小狗，当然肯定也会很多其他的“访客”，这里俨然就是城市中一方难得

的自然乐园。清晨，小悦伴着鸡鸣醒来；夜晚，她在狗吠中入睡；有心

事了，找小羊聊聊，羊儿“咩咩”的叫声便是给她的安慰。有时候，看

到两只公鸡在打架，但是很快又看到这两只公鸡一起追赶那只闯入鸡栅

栏里的小狗。她在自然乐园中学会了昼伏夜出，正常作息；明白了伙伴

之间有矛盾不必耿耿于怀，一直记在心中；学会了一份耕耘一分收获。

这种在自然中形成的气韵是会影响她的一生。 

广阔的大自然是 好的教育课堂。春天到了，和一起带着孩子在草

地上玩老鹰捉小鸡、放风筝，孩子在松软的草丛里玩耍，摔倒了也不痛，

他们可以学会坚强；夏天，找一条干净的小河，安安静静坐在河边垂钓，

他们可以学会做事要有耐心；秋天，孩子们在户外捡拾落叶，松软、金

黄的落叶，就像一层厚厚的毛毯，孩子们尽情地滚、钻、爬、翻，怎么

都玩不尽兴，带他们去果园，到地头，他们会明白付出才有收获；冬天，

让孩子们在户外晨跑，一边跑一边欣赏自己呼出的白气，真开心。自然

为孩子们提供了天然的教学现场，孩子们在玩中学会了探索，在游戏中

锻炼了体能，学会了合作，提高了对自然环境的适应能力。 

生活是教育的中心，教育要通过生活才能发出力量而成为真正的教

育。让孩子们从老师、从家庭、从自然社会中去学习磨炼、去闯荡成长，

让我们虚心地问，问古、问今、问未来；问天、问人、问万物。问清楚

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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